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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晏国政 王飞航

芒种时节农事忙。河南、山西等

地麦收陆续进入尾声，湖南、江西一

些地方正忙着种稻插秧。北方收麦、

南方种稻，收与种紧密相连，南与北

交相辉映，中部这片土地上充盈着丰

收与希望的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

产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

农业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部省

份不断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

农业农村改革，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道路上迈出铿锵步伐。

想方设法让“中国饭碗”
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

区的一块麦田里，小麦收割机手谢国兵打

开手机里的“河南农机云”软件，点击“开

始作业”。2 个多小时后，他点击“结束作

业”，弹出的收割面积是“23.6 亩”。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谢国兵今年夏收

时节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如果农户着急收

麦却没有收割机，就可以在这个软件上搜

索离自己最近的收割机，点击‘联系机手’，

就能拨通电话。”谢国兵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 开 镰 到 现 在 ，经 过 近 一 个 月 的 奋

战，河南全省超过 8500 万亩小麦已接近

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安徽被誉为

“江淮粮仓”，山西是“小杂粮王国”……作

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中部地区是端牢

“中国饭碗”的骨干力量。眼下，中部地区

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从一些地方田间测

产和实打实收情况来看，夏粮生产形势较

好，有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耕地质量这

个“关键变量”，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与良

种、良技、良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筑牢丰收之基。中部各省

近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农田可持续利

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创造了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芯片”。湖南省农科院

已自主建立了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体系，

成果应用实现了双季稻大面积示范亩产

突破 1500 公斤的攻关目标；河南建设了

种业创新高地，一座立足河南、服务全国

的“中原农谷”在新乡悄然矗立；山西持续

推动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在全省布局 5

大 领 域 27 项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 强

“芯”，已成为中部各省抓粮强粮的共识。

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生产。手机 App

一点，就能知道田里空气和土壤温度、湿

度、养分情况，以及如何改善农作物生长

条件。在中部省份不少“智慧农业”示范

田中，物联网技术已成为提质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释放农业发展
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前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走进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空气中散发

着粽子的清香，村里的粽子加工厂传来煮

粽子的“咕嘟咕嘟”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6 岁村民

王金莲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 15 秒。“现

在每月能挣上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

打工挣钱不少，还方便照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临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越来越

高。如今，青塘粽子已成长为大产业。今

年青塘粽子产量预计超过 3000 万个，销

售额有望突破 7000 万元，带动村民人均

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也是承载希

望的朝阳产业。古新之变，关键在于一个

“融”字。中部省份立足“农”、发展“农”、

超越“农”，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

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波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上

正在灌装晶莹饱满的“孝昌太子米”。近

年来，当地通过统一品牌、统一种植、统一

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提

质量、增效益、创品牌，“孝昌太子米”区域

公用品牌不断彰显。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孝昌县将实现

中高档太子稻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全

县稻米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值过亿元企业

4 家以上，发展“孝昌太子米”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生产企业 8 到 10 家。

农业提质增效，不仅要赋予其更多市

场价值，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能。“农

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等

一系列“农业＋”项目也在中部农业异彩

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在大自然中呼吸

新鲜空气……依托土豆花开满山坡的花

海景致，山西省岚县已经举办了 9 届“土

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岚县河口乡王家村，村里的 310 户

村民几乎都从事与土豆相关的工作。开

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王爱珍在旅游高峰

期每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左右，年均增收超

过 1 万元。如今，土豆带动当地种植、加

工、文旅、餐饮等产业，涵盖了岚县大约

80％的劳动人口，形成了近 15 亿元的产

业规模。

全面深化改革 乡村振兴
活力迸发

1978 年冬，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为吃饱肚子摁下红手印，分田到

户搞起“大包干”，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农业农村改革在中部大地上持

续深入推进。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到推进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创新，从深化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

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中部地区乡村

振兴活力迸发。

炎炎夏日，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唐

兴镇石桥村，收割机在麦田间来回穿梭。

“我们村采取全产业链托管，良种、农资、管

理、收获等全部由村集体负责，农户不用操

心。”石桥村党总支书记赵小冬说，全村已有

100多家农户与村集体签订了合作协议，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今年共托管农田 500 多

亩，预计可带动村民增收超过 10 万元。

近年来，翼城县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

管社会化服务，通过生产经营方式创新，

实现了劳力得解放、土地有人管、收益有

保障，有力破解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

地”等难题。

种 地 难 题 解 决 了 ，村 民 和 村 集 体 的

“腰包”也要鼓起来。随着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中部地

区越来越多的村民变成股东，获得更多财

产性收入，农村集体经济得以持续壮大。

在湖北省江陵县“联村发展”产业园，

拳头大小的吊瓜密密麻麻吊在尼龙网下，

长势正旺。“村集体有钱出钱、有地出地，

大家每年按出资比例分红。”江陵县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不仅入股吊瓜产业园，还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优质粮食。”江陵县秦市乡

秦家场村党支部副书记张金平说，今年是

个丰收年，预计村集体收入超 50 万元，比

去年增加 123％，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近

万元。

山野田间活力涌，奋发崛起正当时。

从太行山到井冈山，从黄土高原到江汉平

原，以改革为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一幅乡

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在广

阔的中部地区徐徐展开。

（新华社太原 6月 10日电）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端牢“中国饭碗”激发振兴活力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春争日，夏争时。眼下，我国夏收正从南向北大面

积展开，夏种夏管接茬推进。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充分

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优势，助力农民抢收、抢种，全

力以赴保障粮食生产。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5月上旬印发关于发挥供销

合作社优势积极服务“三夏”生产的通知，要求各级供销

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基层经营网点、为农服务中心和

庄稼医院积极服务夏粮后期田管和夏收，压茬推进生产

托管服务，切实保障“三夏”农资供应充足，持续推进“绿

色农资”升级行动，全力以赴助力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记者从中国供销集团了解到，在安徽、河南等地麦

收一线，中国供销集团所属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

公司调度 200 余名收割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夜以继日

开展小麦机收作业。自 5 月下旬以来，中国供销集团累

计调度 2 万余家基层为农服务网点、1400 余名服务人

员连续奋战田间一线、出动近 400 台农机具，全力护航

“三夏”农业生产。

夏收之后，做好烘干晾晒、夏粮收储至关重要。目

前，各地供销合作社充分利用为农服务中心粮食烘干、

仓储等设施，做好小麦晾晒、烘干、储存工作，最大限度

减少损失。

记者从山东省供销合作社了解到，全省供销合作社

共建有为农服务中心 660 多个，目前共配备烘干设备

525 台（套）、日烘干能力达 6.4 万吨、粮食周转能力达 97

万吨、存储能力达 64 万吨，全力帮助农户丰收。

“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中国供销集团所

属中国供销粮油公司仓储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接下

来，中国供销粮油公司将继续加强粮食收储管理和现场

管理工作，规范收购业务操作流程，建立定期巡查制度，

确保储粮数量真实、质量达标。

田间地头的科技投入持续助力“三夏”生产。河北

省供销合作社建立“惠种田”智慧农业平台，掌握 36 万

亩服务地块的分布、面积、小麦成熟时间，综合考虑天

气、距离等因素，逐田逐日排序，制订出统一的作业计

划，根据地块大小，合理确定收割机、播种机、机手数量，

抢收抢种同时进行。

目前，江苏省供销合作社整合到村到户的 700 多个

乡村网点资源，集中建设 352 个为农服务中心，江苏省

供销合作社所属江苏供销苏合农服为托管的每个田块

量身定制了“数字身份证”，大数据精准匹配资源，为农

民节约宝贵时间。

眼下，各地栽插中稻，抢播玉米、大豆等秋熟作物正

在进行，各地供销合作社积极送肥下乡，送技上门，因地制宜做好代育

代插、代耕代种、生产托管等服务，切实助力做好夏种夏管各项工作。

据介绍，“三夏”期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充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

道作用，依托 4500 多家农资企业，近 20 万个农资经营网点，加快把农

资送往田间地头，确保肥料能够供得上、用得好，同时全系统农技服务

人员均已下沉到一线，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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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

近日发布《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

动计划》。

行 动 计 划 提 出 ，2024 年 至 2025

年，通过实施水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和 用 能 设 备 更 新 形 成 节 能 量 约 500

万 吨 标 准 煤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约 1300

万吨。

行动计划还提出，到 2030 年底，

水泥行业产能布局进一步优化，能效

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大幅提升，整

体能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能结构

更加优化，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五部门部署水泥行业
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近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1 至 4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运行态势平稳，软件业

务 收 入 3.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

值得一提的是，行业利润总

额增速明显。1 至 4 月，软件业利

润 总 额 43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3％。1 至 4 月，软件产品收入

9127 亿元，同比增长 8.7％，占全

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24.1％。

在软件业务中，信息技术服

务收入较快增长。1 至 4 月，信息

技术服务收入 24983 亿元，同比

增长 13.2％。其中，云计算、大数

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4107 亿元，同

比增长 14.3％。

1至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3.8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

（记者戴小河 印朋）中国海油 10

日发布消息，随着最后一根锚链锁

紧固定，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

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上

安装，在珠江口盆地流花油田精准

就位，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浮体

设施系泊系统安装能力获得新突

破，为我国首个深水油田二次开发

项目年内投产奠定基础。

“海葵一号”所在海域距深圳

东南约 240 公里，水深 320 多米，

风向多变、内波流频发。“海葵一

号”是集原油生产、存储、外输等

功能于一体的高端海洋装备，由

近 60 万 个 零 部 件 组 成 ，总 重 达

3.7 万吨，高度接近 30 层楼，主甲

板面积相当于 13 个标准篮球场，

最大储油量达 6 万吨，每天能处

理约 5600 吨原油。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流花油

田开发项目副总经理王火平说，

“海葵一号”是国内首次对圆筒型

海洋装备进行海上回接，由于圆

筒型结构重心高、受风面大，容易

发 生 旋 转 ，海 上 安 装 难 度极大。

“海葵一号”采用新型的圆筒结构

设计，设计寿命 30年，可连续在海

上运行 15年不回坞。相较于常规

的船型，圆筒型结构具有用钢量

少、储油效率高、抵御恶劣海况能

力强等优点，可有效提高经济适

用性，降低油田开发与运营成本。

为确保“海葵一号”在波涛汹

涌的大海安稳扎根，项目提前在

海底安装了 12 套由我国自主设

计、建造的深水吸力锚，并通过

12 条由“锚链＋中水浮筒＋聚酯

缆”构成的系泊锚腿进行连接，单

根 锚 腿 长 2570 米 ，破 断 载 荷 达

2300 吨，相当于 1500 辆家用小

汽车的重量。

王火平说，在距“海葵一号”

2.5 公里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

平台“海基二号”也在日前完成全

部安装作业，刷新海上原油生产

平台高度和重量两项亚洲纪录。

“海基二号”总高度达 428 米，总

重 量 超 5 万 吨 ，共 设 生 产 井 24

口，搭载了原油工艺和外输系统、

生产水处理系统及电力供应系统

等 300 余套设备，可实现远程水

下井口控制、智能油气开采、台风

生产模式等功能。

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 海 葵 一 号 ”完 成 海 上 安 装

▷ 这是 6 月 9 日拍摄的渝湘复线

高速磨寨乌江特大桥建设现场。近

日，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境内的渝湘复线高速磨寨乌江特大

桥进入最后一节 2 米连续梁浇筑施工

作业，该桥即将实现全桥合龙。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接 1版）

各地各单位将《条例》作为党

员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内容，开发

专题课程，全力抓好新提拔干部、

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

对象的纪律辅导培训。同时，紧

盯重点人群廉政风险，采取专题

宣讲、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警

醒党员干部依规依纪依法办事。

兰 州 市 将《条 例》辅 导 课 程

纳入市委党校主体班次，采取专

题宣讲、观看警示教育片、实地开

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培训。定

西市安定区把《条例》宣 讲 解 读

纳入培训班重点教学内容，分层

分 领 域 组 织 基 层 党 组 织 书 记 参

加能力素质提升轮训班，突出抓

好 农 村（社 区）党 员 纪 律 培 训 。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在主

体班次设置党纪学习教育模块，

将专题讲授、小组研讨、案例教

学、现场教学等结合起来，增加

党纪学习教育相关课程比例，组

织 教 师 开 发 和 完 善 5 个 专 题 课

程。酒泉市委党校（行政学院）

推出《条例》解读、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案例警示等党纪学习

教育有关专题课程。

我省扎实开展宣讲培训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学出实效

（接 1版）

“我们这里娶媳嫁女、乡村庙会、节庆

典礼、新居乔迁等场景都离不开庆阳唢

呐。唢呐音色突出、穿透力强，十足‘抢

戏’。”作为庆阳非遗继承者们的一员，帅

雅琦打小就听唢呐、吹唢呐。这次她带领

20 余名来自陇东学院艺术学院舞蹈系和

西峰区董刚唢呐传习所的年轻“吹鼓手”

们，将唢呐搬上更大的舞台，“2006 年，庆

阳唢呐艺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自此，越来越多人关注它，

这让我们很欣慰。”

“学校的 60 名学生，排练了半个月时

间，今天与庆阳市声乐学会的艺术家们

同台演绎《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

《军民大生产》三首经典民歌。”庆阳职业

技术学院艺术教育系教师杜海梅说，歌

曲是时代的心声，一曲红歌就是一段鲜

活的历史。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

何鸿轩和部分同学不仅参演了陇东民歌

联唱节目，还作为伴舞参演了歌舞《香约

庆阳》，“老师说，歌曲《香约庆阳》为时代

歌唱、为庆阳歌唱、为庆阳香包歌唱，她们

还给这首歌曲编排了一支舞蹈。今天，我

和同学们全力跳好这支舞蹈，希望更多外

地的朋友感受到我们的热情，相约庆阳！”

一场“火热”的文艺演出，让人们初识

庆阳；甘肃省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全

国民俗文化邀请展、甘肃省 2024 年“非遗

购物节”等火爆的分项活动展区，让人们

熟知庆阳。

本次节会邀请了来自 8 个国家和地

区、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全省 14 个

市（州）120 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各类展位

超千家，规格层次之高、产品商品之多、展

销规模之大为历届之最，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多元的文化

交流和消费场景。

“今早 9 点，我就带着母亲来了。”庆

阳市西峰区市民黄丰瑞觉得今年的节会

格外热闹，“见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看到了

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在全国民俗文化

邀请展的巴基斯坦展区和“迪拜丝绸之路

博物馆”展区，黄丰瑞和母亲看看商品、问

问价格，说说笑笑、走走逛逛。

“这是我带来的一些商品，有骆驼摆

件、珐琅灯、珠宝首饰、丝巾等，有您感兴

趣的吗？”“迪拜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区负

责人阿拉丁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除了

每隔一两个月回国进一次货，他大部分时

候都在中国，去北京、去上海、来甘肃……

从庆阳再出发，看看大美甘肃。作为

甘肃省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宣传展示展销主会场系列活动暨第十九

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的重点内容之一，

活动主办方为全省 14 个市（州）划分独立

展厅、搭建特装展位，通过静态展览、活态

展演、现场介绍、数字赋能等形式，集中展

示庆阳香包、剪纸、皮影，兰州太平鼓、刻

葫芦，平凉面塑、蓝染等全省 14 个市（州）

独具特色的 5000 余件非遗展品，邀请 40

余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绝活”，全面呈

现我省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讲述弦歌不

辍的甘肃非遗故事。

“在庆阳，小朋友们怎样过端阳？要

佩戴香包、身背五毒蛙、肩掂小老虎，胳

膊戴着五色花线绳。”庆阳市文化馆副馆

长缪雪峰今天格外忙，在甘肃省非遗系

统性保护成果展的庆阳市展区，她给来

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细细讲庆阳

非遗、说庆阳民俗，“‘今个七，明个八，后

天外孙满月哩，我给乖乖送个啥？虎头

鞋、虎头袖、虎头帽子虎头枕，虎头夹夹

身上穿，老虎兜兜压胸怀……’当庆阳的

孩子迎来满月之喜，他们的奶奶、姥姥会

精心准备虎头鞋、虎头帽等，一针一线都

承载着美好祝福。”

带着大家在展区走完一圈，看罢“迎

喜 花 馍 ”“ 面 塑‘ 镇 原 十 三 花 ’”“ 布 贴 画

‘南梁说唱’”“陶艺‘南佐印象’”等展品，

缪雪峰要用近二十分钟。看到一些参观

者意犹未尽，她介绍道：“我们此行还带

来了一些庆阳香包的材料包，大家可以

通过扫描材料包中的制作教学视频二维

码，学习自制庆阳香包，切身体验庆阳非

遗魅力。”

“ 包 罗 万 象”，是 不 少 参 观 者 对 甘 肃

省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的一致评价。

因为在展览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如意

甘肃，还能看到大美中国。贵州非遗苗

族蜡染、河南非遗“马氏吹糖人”等纷纷

添彩展览。

河南省级非遗“马氏吹糖人”现场表

演展区前围满了小朋友，“马氏吹糖人”第

十六代传承人马电坤用灵巧多变的手法，

捏出小朋友喜欢的十二生肖，递到他们手

中。“今天早上 9 点到现在中午 12 点，参观

者来往不停，我也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个

糖人。能感受到大家对糖人的喜爱，我很

高兴。”

今时今日的庆阳，“香溢四方”。记者

了解到，甘肃省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

甘肃省 2024 年“非遗购物节”、非遗沉浸

式体验、非遗美食品鉴、和谐庆阳大舞台

群众文化展演将持续到 6 月 14 日。

走进庆阳，领略非遗之美


